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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理解为中国乡

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基本指向。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分别

完成了从 “寄生”到 “中心”、从 “主宰”到 “依附”的 “转身”，这一 “转身”既

包括了乡村与城市关系、乡村内部关系与结构的转向及其所指向的伦理转型，也体

现为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变及其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并由此而生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

会特有的道德图景。以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实现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方能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应当基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确立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以现代

化样式和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阐释为参考，重视 “地方性道德知识”对乡村伦理现代

重建的资源意义；以对 “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警醒，将 “记得住的乡愁”

作为乡村伦理现代建构的道德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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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着不同时代、

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的差异，但总体来说，现代化被理解为从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
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其中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一系
列指标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学界关于现代化
及其在理念、思维、价值与行动等哲学层面的关注和探讨亦日趋热烈。其中大多数
讨论集中于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内涵、表现及其所引发的危机与问题，也不乏关于中
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的哲学反思。但总体上看，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尚未引起哲学界的足够重视。

应当看到，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
基。当我们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探讨其特殊境遇时，始终不能忽视乡村在其中

·９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ＧＩＳ的中国乡村道德地图研究” （２１ＢＺＸ０１９）阶
段性成果。



的重要地位，不能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

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

的突出表现，是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从属于城市的境况，使乡村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

大战略。换言之，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在伦理层

面必然引发并显现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这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

之义，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的特殊呈现与鲜活表达。在此，笔者将结合对地处

中国不同地区９个省份１０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①梳理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和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问题，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理

论和实践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内在关联

尽管国内外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没有形成

统一的表述。总体而言，关于现代化的理解既有在其目标、道路等方面的共性认识，

亦呈现出对其差异性、独特性的认同。就共性的认识而言，无论如何定义，现代化

都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目标和普遍实践，“较之自己的过去，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与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及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呈现出更大的

相似性。”②也正是基于这种 “普遍性”认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现代化”被等

同于 “西方化”，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道路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模

板。不过，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无论是

理论层面对现代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还是实践层面欧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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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以来，笔者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重
点项目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和重大项目 “中国乡村伦理研究”的
过程中，带领团队对江苏省无锡市华宏村 （２００７年初访，２０１７年再访）和苏州市圣牛
村 （２００８年）、河南省漯河市扁担赵村 （２０１２年）、贵州省凯里市朗利村 （２０１２年）、
湖南省郴州市西岭村 （２０１７年）、湖北省黄冈市赵家湾村 （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定西市辘
辘村 （２０１７年）、江西省抚州市下聂村 （２０１７年）、山东省济宁市王杰村 （２０１８年）、
广东省湛江市林屋村 （２０１８年）进行了田野调查。所有村庄的田野调查均采用问卷调
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使用多阶段系统抽样方法，结果采用ＳＰＳＳ统计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汇总分析。同时，在每个村庄，笔者与课题组成员按照兼顾
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的原则，分别选取１０名左右的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此
外，笔者还带领团队对浙江丽水的 “乡村春晚”、江苏徐州马庄村的基层文化建设进行
了专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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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探索和经验，都有力地驳斥了现代化西方方案
的同质化和霸权假定，也使对现代化类型、性质、道路和模式的差异性、独特性
认识日渐成为共识。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尽管最初是被迫卷入，但 “现
代化”依然构成了其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工业化进程，到以 “四个现代化”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党对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日益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指出：“过
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
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这一表述，明
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和当下目标。其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现代化
建设不同时期的发展实际，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时间安排。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全面深化的结果。

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
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
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②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以脱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普遍实践而成为对自身历史文化
的简单延续。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和关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
论断，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参考，但是，中
国式现代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与逻辑推断的直接运用。最后，

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工
业化道路，欧美国家建立在私有制主体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以东
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后发型国家现代化
道路，都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不同模式，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反思的实
践参考，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些模式的复制粘贴。可以说，关于
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论断，不仅为现代化的 “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及其学术表
达提供了基本指向，亦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伦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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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

２０世纪上半叶，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时逐渐意识到，改变
中国必须要改变国人的观念，这就需要首先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做起。以
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进乡村，通过农民运动、乡村建设、

乡村教育等方式，对乡村社会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进行理论探究和实践改造。

总体上看，他们都倾向于通过道德改良的方式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这种改良
性质的乡村建设不同，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革
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具有革命性质的乡村建设
运动，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农村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乡村经济改革乃至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又一
次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具特色的 “中国范式”。农村改革推进了乡村现代化进程，

带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至
今，“乡土性”仍是对中国传统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判断。梁漱溟认
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等，“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②自给自足的生
产方式，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成了独特的乡村伦理关系
和道德生活样式，并进而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根基。笔者曾以
“乡土伦理”概念表述此种具有 “乡土”特色的中国传统乡村伦理及其呈现出的主
要特征———勤勉重农的生产伦理、父系权威的家庭伦理、信任互助的交往伦理、

村规民约的治理伦理，等等。这种与 “乡土中国”特征相契合的 “乡土伦理”，对
于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生产、生活
方式和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了 “新乡土中国”③这一概念。“新乡
土中国”之 “新”，在于其显现出的开放性和市场性特征，“乡土”则表明其依然
保留着现代化进程没有完全冲刷的 “乡土本色”。简言之，“新乡土中国”可谓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与之对应，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出现了
一系列变化，农民经济理性、公平观念、契约精神、法律意识日渐生成，并与其
传统伦理观念形成共生与紧张并存的关系。从伦理视角看，传统的 “乡土伦理”

已然不足以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提供充足的伦理精神资源，国
外乡村现代化道路亦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方案。乡村现代化的中国道
路需要实现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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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６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页。
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乡土伦理”。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
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几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意在以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而其指向的 “升级”“进步”和 “发展”，不能被简单
理解为 “工业取代农业”“城市取代乡村”“市民取代农民”的乡村现代化过程。换
言之，乡村振兴所指向的不是以简单数据体现的数量增长，也不是乡村服从、服务
于城市的发展，更不是要使乡村完全转变为城市的复制品。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乡村
现代化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中，借助 “中国式现代化”的四个 “版
（板）”考察作为中国乡村现代化当下进程的乡村振兴战略，亦可获得理解中国乡村
伦理现代转型的四个基本方面：

其一，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不能简单延续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文化。２０世
纪２０—３０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 “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在维护固
有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乡土重建”，既是乡村建设的目标，也是改变中国社
会的基本路径。晏阳初则强调通过对 “人”尤其是对农民的教育重建乡村社会的道
德伦理，从而实现改造乡村乃至改变中国社会的目的。他们都认识到传统伦理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性，却试图单纯依靠维护和强化传统伦理道德的方式挽救乡
村危机，谋求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在一定时间和范围中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总体上收效甚微。这也提示我们，只有从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关系变
动中把握伦理文化变化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发挥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今天，较之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无论是主动
融入还是被动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一代农民，日渐生成并认同新的价值理念和道
德规范。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对传统 “乡土中国”的复归，乡村伦理的
现代转型既要传承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又需要注入开放、契约、公平、创
新等现代价值元素。

其二，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不应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
关系和农村发展道路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对乡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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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乡土伦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以及 “新乡土伦理”的生成与发展，具体阐述
参见王露璐 《乡土伦理———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 “地方性道德知识”探究》（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和 《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 （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页。



展和小农意识转变的历史意义。“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
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
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① “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
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
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②这种商品化大生产改变了小农的生产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小农意识。马克思以 “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
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③比喻法国小农，认为分散的生产方式、狭窄的生活世界必然
使小农的伦理道德意识中带有保守、散漫、自私、狭隘等先天缺陷，也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以商品化、社会化生产之 “大”来取代传统、封闭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
之 “小”，被马克思赋予道德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裂和对立， “城市已经表明了人
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
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
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
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④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
巨大冲击，导致并不断加剧城市的 “中心化”和乡村的 “边缘化”。由此，他们也
将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作为建立未来社会 “真正的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的检视所体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
立场和实现 “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取向，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
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目标指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并不相同的独特道路，无论是农村包围城
市的革命道路，抑或是肇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程，都已鲜活地书写
了乡村现代化的 “中国模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
形式”，马克思主义也要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
处”。⑤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与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继续为
乡村现代化提供 “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

其三，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无法照抄照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乡
村建设与实践。苏联和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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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从
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以及加速农业的集体化”。①

这一模式尽管在当时条件下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其过程中对农业集体化的强
制性推进，也导致了农村的萧条化和整个农业生产的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
此种模式的影响，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表现为 “以农哺工”的资
金积累方式、工农产品 “剪刀差”的价值转移形式。尽管这种二元体制客观上推进
了短期内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但也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农民的平等地
位流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理念。基于这一理念，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不仅需要改变
乡村服务和服从于城市的发展伦理逻辑，还应使农民获得更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的机会。

其四，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不能模仿复制欧美的乡村现代化道路及其内涵
的现代性指向。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被视为现代化的
唯一选择，在其内涵的现代性指向及价值比较中，现代性所对应的工业文明阶段及
其蕴涵的伦理精神是理性的、进步的，前现代性所对应的农业文明是落后的、农民
是愚昧的。这一观念不仅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部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改造与乡
村建设思路，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城乡关系的理解。费孝通曾批评晏阳初，认为他
试图以传教者的身份救济乡村，这一立场已然先行预设了自身所代表的进步性和乡
村所体现的落后性，也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预设立场，导致其 “以知识去愚，以生
产去贫，以卫生去弱，以组织去私”②的乡村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成效。我们也不难从
近年来受到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 “返乡体”写作中读出 “返乡者”所预设的 “进
步看待落后、文明看待愚昧”的视角。事实上，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表达了对此种
立场的反思与批判。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
论断和描述，提出乡村既不等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田园诗不过
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选择性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 “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
权，以及赋予发达和文明国家相应优先权的真正过程的实行不仅会伤害 ‘愚昧的农
村人’和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
发达和文明的社会。”③这也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警醒、反思与批
判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一味将乡村理解为愚昧和落后的代表，今天的乡村振兴将会
走进盲目、单一甚至 “运动”式的工业化道路。因此，中国的乡村现代化不是西方
工业化、城市化的模仿复制，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也绝不是以西方化的现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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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话语实现对中国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彻底消解。

概而言之，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既是以乡村振兴为当下体现的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在伦理文化层面之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乡村得以丰富、

发展和实现的必要前提。而对中国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正确理解，既呈现出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发展，又给予中国式现代化更为具体和鲜活的
学术表达。

二、“转身 （份）”中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及其道德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的稳定和封闭，开启了乡村从 “传统”到 “现代”的转型。与前现代的传统乡
村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城市生活所体现出的变化性、易逝性和碎片化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以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作为资产阶级时代与过去一切时代的不
同之处，认为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
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
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工业化促进城市的生成，城市进一
步强化和再生产工业主义。由此，乡村与城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工业时
代的城市并不是中心性地主宰着乡村，相反，它们被广阔无际的乡村生活所包围，

并寄生在乡村的农业劳动之上。城市的消失，对于农村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工
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大都市，却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它们使乡村成为社
会的边缘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还在一步步
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
所。”②易而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从 “寄生”到 “中心”、乡村从 “主
宰”到 “依附”的 “转身”。这种 “转身”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表现为因乡
村与城市关系的变化、乡村内部关系与结构的转向而带来的伦理转型，还突出体现
为中国农民特殊的身份转变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乡村现代
化进程中特有的道德图景。

在第一个层面上，中国乡村的 “转身”既具有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特征，又有
着体现 “地方性知识”意义的特殊性表现。１８─１９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西方资
本主义的进入，导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城市现代化
推进的最初影响是农民的劳动和福利条件的恶化。”③不过，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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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乡村受到的现代化冲击及由此所发生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大

变化，这一问题也更为凸显。

其一，在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上，“城市进步、乡村落后”的话语体系获得了价值

认同。“在１９世纪初期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城乡关系

的话语构建，农民与农村被描述成封建传统和落后的代表，同时城市则被看作是现

代性和先进的所在地。”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整体上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尽管

城乡生产方式有着质的区别，但生产力水平都比较落后，城乡关系总体上是趋于平

等的。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开始实施的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１９５８后实行的户籍

管理制度，导致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和固化。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

和统购统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虽然使城乡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但城乡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

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加深。尽管近年来城乡不平衡问题受到高度关

注，脱贫攻坚也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但城乡差距依然存在。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２３５９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０２１元，

城乡收入差距为２．６４∶１。②在这一进程中，经济方式上的 “工业经济优于农业经

济”、生活方式上的 “城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和文化方式上的 “城市文化优于乡村

文化”逐渐获得更高认同并成为城乡关系理解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对于 “最理想的职业”这一问题，受访对象选择 “农民”

选项的占比仅为１１．８９％。在深度访谈中，谈及 “希望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没有

一位访谈对象表示希望子女将来在农村务农。在山东王杰村的调研中，一位２８岁的

女性受访对象非常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

我的女儿今年四岁了，在县城里面上学，我们愿意在教育上为孩子花钱，

希望她能接受更高的教育……只要在县城买房了，孩子就可以在县城上学，在

孩子教育这方面，县城的条件还是比较好一点。另外，县城里人们的思想观念

也更开放一点，农村里的人观念还是保守一点。举个例子吧，我比较喜欢打扫

卫生，家里一般都会一天打扫一次，这在县城的公寓里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

农村有些人就会议论，觉得我这个儿媳妇太爱干净了，没必要……我感觉这样

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就搬到县城里面去住了。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日下午在王杰村村委会对ＬＷＰ的访谈记录

其二，在乡村内部关系与结构上，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走向式微，现代乡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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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尚未完全形成。滕尼斯曾经以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表达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类
型，强调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在于共同的生活地域，更重要的是共同体成员在生产、

生活、交往等方面高度同质性基础之上体现共同体意志的 “默认一致”。①涂尔干认
为，传统社会是一种基于 “共同性”的社会，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规则使
社会成员产生共同意识，并依靠这种共同意识维系同质性的 “共同体”。伴随着近代
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意识和信仰差异日益增大，生产和消费上也更依赖于
他人。因此，近代社会既是一种差异性社会，同时也是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②

滕尼斯与涂尔干对共同体的阐释虽然不能直接移植到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上，

但能提供一些理论借鉴。中国传统村庄内部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为共同体成员
之间彼此交织的生活和联系。并且，基于这种共同生活和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内部
的认同感，也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人际信任与交往合作的有效资源，并为个体、

家庭 （族）和村庄行动提供了道德选择和评价的基本原则。然而，我们也应看到，

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导致村庄居民异质性和原子化程度不断提
高，资本逻辑也以其扩张性、同质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日益强化对乡村生产、生活、

交往和文化的影响，传统村庄丰富的地方性特色不断消解，村庄成员的归属感、认
同感逐渐弱化，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走向式微。在问卷调查中，对于 “您在多大程
度上信任本村人”这一问题，受访对象中４５．０２％的村民选择了 “一般”这一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同事”这一问题，受访对象中选择 “完
全信任”和 “比较信任”的比重达到４２．５１％，与对本村人的选择数据并未呈现出
明显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的职业共同体对农民日常交往和人际信任产
生的影响。在江苏无锡华宏村，一位村民在访谈中谈及当下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
变化对村民相互交往的影响：

以前人都在一起干活，一起回来。现在年轻人都不怎么接触，一家人都不
怎么在一起。接触少，感情自然就生疏了。夏天，空调一开，互不走访，不到
你家里的。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日上午在华宏村村委会对ＢＬＨ的访谈记录
伴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大量传统农民的 “离土”或 “离乡”，“村落终结”“村

庄凋敝”“空心化”等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成为媒体和公众探讨的热点。在田
野工作中，尽管笔者也观察到不同村庄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③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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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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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８—５９页。
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９１—

９２页。
例如，地处苏南地区的华宏村因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出
现了人口急剧增加、村庄人口密集度大幅提高的现象。



体上说，人口流动的加剧打破了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同质性和稳定性特征，村庄
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依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变具有更加特殊的背景和语境。马克思把
劳动力的商品化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他对资本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
脏的东西”①的道德批判，正是源于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统治者对农民土地与生产资料
进行的暴力掠夺。这些被剥夺而不得不使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劳动者产生了组织
化的工作，“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
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②在这种协作化的机器化生产中，
“农民从农业生产的固定地块上 ‘解放’出来并向 ‘工资劳动者’转变的过程，同时
就是他们从散布于孤立、地方化的社区中 ‘解脱’出来的过程。作为新兴的 ‘流动
者’，他们可以聚焦在更为集中化的场所，靠机械化的制造业来进行生产”，③这对传
统乡村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人际交往模式和伦理文化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在马
克思看来，农民的身份转变是被迫完成的，并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给身份转变
后的农民带来的是穷困的生活、低贱的地位和贫乏的精神，而不是应当实现的 “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依据。

“２０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
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出版，使
农民的 “终结”问题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孟德拉斯笔下 “农民的
终结”既不是 “农业的终结”也不是 “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指向 “小农的终结”，

即 “小农”转变为 “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在他看来，从 “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
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

但农业的绝对产量并不会因此大幅度减少……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
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
者———也不会消失。”⑤

相较于孟德拉斯笔下发达工业国家农民的 “转身”，中国农民在工业化、市场化
进程中的 “转身”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复杂的形式和更深层的影响。尽管早在２０世
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就以进入邻近城市工厂务工的方式开启了最初
的身份转变，但总体上看，这种转变仍然处于零星的状态。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计划经
济体制和强有力的户籍制度几乎完全消解了农民身份转变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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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７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４８８页。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年，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页。

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文版再版译者前言”，第２页。



了 “城里人优于乡下人”的社会群体价值排序。换言之，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业化
进程中已经转变为一种职业群体称谓的 “农民”，在中国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被固化

的身份。这一时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又一批农民试图通过参军、升学、婚姻、

进城务工、经营等方式离开土地、离开农村，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试图摆脱 “农民”

身份。在他们当中，一小部分人最终改变职业角色并获得了城市户籍，完成了 “农

民—市民”的身份转变。对他们而言，怀旧与乡愁是治愈紧张、孤独、易变的 “城

市现代病”的一剂良药，但故乡却是 “永远回不去了”。与他们不同的是，更多的农

民在改变职业角色进入工厂务工甚至长期在城市生活后，依然以 “农民工”这一群

体名称保持着原有的身份。然而，在职业身份的转变中，他们更多接触和体验的是

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村庄的物质依赖和精神寄托不断削弱，对城市生产、生活
方式的认同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不断加强。据统计，今天的 “农民工”群体中，

超过６０％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 “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形式

的务农经历，在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习后直接进入城市务工。尽管他们出生在农村，

保留着农村户籍，却无法产生其祖辈和父辈们身上共有的 “恋土情结”，也缺乏对村

庄的归属、融入和认同。他们更渴望进入现代都市社会，更希望成为真正的 “城里

人”。在田野调查中，无论是问卷数据还是访谈记录都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农民对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既无体验也无兴趣，他们更愿意进

入城市，并希望在有条件时让子女在城市生活和接受教育。在囿于各种限制无法将

子女带到城市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在邻近家乡的县城购房并让子女在县城

的学校入学。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村庄成了 “陌生的家乡”，城市才是自己的 “精
神家园”。

三、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

马克思在对法国小农的分析中指出，小农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着彼此隔绝、相互

孤立的劳动，这一生产方式 “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①换言

之，耕种的土地面积之 “小”必然带来小农生活世界和交往空间的窄小、眼光视野

和社会关系的狭小以及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弱小。由此，马克思准确把握了小农

道德观保守、落后、迷信和偏见的根源。这也提示我们，只有从乡村经济关系和利
益关系的变化发展中，方能探究乡村伦理和农民道德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也为

理解当代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与乡村伦理变化发展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资源。

从一定意义上说， “转身 （份）”中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及其呈现的道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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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现代化进程中伦理转型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乡村中的体现。正如费孝通所指出
的，“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

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①传统乡村对应的是农耕文明，显现为一种相对封闭固化
的熟人社会特征，其伦理秩序更偏重带有情感色彩的礼仪、风俗的教化和传承；现
代乡村更趋向于现代文明，其伦理秩序更偏重以鲜明理性规则为价值导向的法律制
度。尽管二者都以一定形式的伦理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前者更偏重根植于
血缘地缘的人伦关系，后者则更偏重建立在规则意识基础上的契约精神。如何处理
好转型期乡村社会传统人伦关系和现代契约精神之间的紧张并寻求两者融合共生的
可能性，是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点。而在当前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背景中，正如前文述及，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并在
城乡关系、乡村内部结构和关系以及农民身份等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迫切需
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简言之，乡村振兴背景中的伦
理重建，既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又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价值
引领和精神动力。

应当看到，无论是费孝通所提出的 “乡土中国”，还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
景下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 “新乡土中国”，乃至当前正在向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迈进的中国乡村，都有着极其显著的 “中国特色”。根植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
与文化传统的学术话语和理解范式，并不足以对此种 “中国特色”给出充分且合乎
逻辑的阐释。不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由此形成的对中国乡村伦理转型的四
重理解，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中国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立场、方法和路径启示。

其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确立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
展伦理。

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出并系统论证 “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是，他基于唯物史观
的立场和方法对商品、资本、商品拜物教等进行的分析，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诊断和批判，亦是对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反思和超越。马克思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现
代化进程对生产力发展和小农意识改造的重要意义，又批判了其所导致的城乡对立。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从人的发展角度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认
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个人 “表现为不独
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②伴随着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共同体被瓦解，资本主义
阶段的分工和交换使 “人的依赖关系”转向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这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本态势。第三个阶段则是体现为 “真正的
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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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①个人克服对物的依赖而自由地联系，“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
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②马克思既肯定了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相对于 “人的依赖关系”的积极意义，也清晰地发现此种 “物的依赖”

的历史局限：对于财富的过度追逐及其所导致的对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压抑。由此，

他将克服这一历史局限的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价值圭臬。这一
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思路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基本路向。

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乡村现代化是乡村发展不可逆转的基本方向。今天

的中国乡村不是封闭的 “世外桃源”，也不是田园诗书写中的文学想象。一批批离

土离乡并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亲密接触”的农民亦不再是 “桃花
源”中人，并且，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村庄和农民已然焕发出强大的经济冲动和创

新能力。另一方面，乡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应当看

到，我国当前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仍然

是农民。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内涵的易变性、扩张性、同质化特征不断加剧
城市对乡村的 “空间挤压”，日益削弱村庄的地方性特色和内部认同，导致村庄伦理

共同体走向式微，乡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出现单一性和雷同化的情况，乡村 “空

心化”、环境污染、留守儿童教育、农民养老等问题，也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亟

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马克思以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目标，这也为中国乡
村伦理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基本价值指向和实现路径。简言之，乡村伦理的现代建构

首先要回答 “谁之乡村”和 “何种伦理”，要解决 “为了谁”和 “依靠谁”的问题。

中国乡村是身处其中的农民之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主体，因此，乡村

振兴应当是体现居于其中的农民主体性的乡村发展。具备更高知识水平和现代伦理
观念的 “新农民”，既是乡村发展的目标所系，也是乡村发展的依靠所在。这就需要

确立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以农民的 “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

指引，以农民的主体性及其发挥夯实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以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

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由此，作为乡村主体的全体农民方能在乡村
振兴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真正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的

全面进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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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农民知识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其走出传统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

的狭小空间，在现代生产方式和职业行为中生成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现代伦理观念。

但是，也应看到，这些具备较高知识水平和一定现代伦理观念的 “新农民”，如果完

全是城市 “打工族”中的一员，或是仅仅偶尔在节日时返乡短住，他们也只会逐渐

成为村庄的 “过客”，无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能有更多的时间 “在村”，

方能有更深的情怀 “爱村”，有更强的意愿 “建村”，也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

体。相反，对于长期离土离乡的农民而言，其职业行为、日常生活和交往群体与村

庄之间的关联度不断下降，即便其仍然基于一些考虑而保留农村的户籍，对村庄的

归属、认同以及参与村庄建设和发展的意愿都会日渐降低。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

现，留在本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是在周边企业务工但仍居住在村庄的村民，①明显

表现出对村庄公共生活、公共事务更高的关心和参与度，也为形成村庄凝聚力和提

高村民人际信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概而言之，中国式的乡村现代化进程既要高度

重视农民通过与种种现代生产方式接触而成为 “新农民”，又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乡村

产业振兴渠道和日渐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使 “新农民”的职业行为和日常生

活与村庄保持密切的接触，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 “在场者”，而不

是 “旁观者”。

其二，以现代化样式和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阐释为参考，重视 “地方性道德知识”

对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资源意义。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各

不相同，其现代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样式。马克思在１８８１年给俄国学者查苏

利奇的复信中谈到，俄国公社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与其土地所有制、历史

环境及习惯相关，“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集

体劳动过渡，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

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劳动了”。②这表明，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而

且应当以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作为现代化的具体呈现。

同质化的图景难以解释当今世界的丰富性和未来前景，更无法应对中国乡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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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研显示，近年来，由于交通、居住成本的不断提高，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一定程度
“回流”。他们不再集中涌入东部沿海城市，而是更愿意在离家较近的县城或小城市务
工。他们大多借助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既减少了生活成本，又能够
兼顾家庭和子女教育。由此，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务工地点由远到近，时间由长期到短
期的顺序，逐步回到农村。这一问题，张世勇、贺雪峰等学者也在研究成果中有所提
及。参见张世勇：《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８页。



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成功变迁包含着一

国人民从他们特定的文化 （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中发现资源，以采取新的做

法。”①因此，中国可以而且应当以独特的乡村振兴道路为全球解决现代化进程中

的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构成中国乡村的每一个村庄，同样可以

而且应当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村庄经济、社会、生态、治理和文化发展模式，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典型意义的 “地方性知识”。毋庸置疑，发展的不平衡

和地区差异是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基本态势，不同地区的地域伦理文化传统也呈

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既直接呈现为空间维度的地

域差异，又内含着时间维度上社会结构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的部

分乡村已经初步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而其他地区大部分乡村还处于现代化早期

或中期阶段。因此，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既需要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现代化

的伦理话语”，也不能忽略作为 “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伦理文化传统。换言之，对

于今天的中国乡村而言，现代化的 “进入”已然无法逆转，若是一味固守或是试

图复归生成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伦理关系或道德生活样式，必定只会陷于偏执保守

而日渐丧失活力，最终也只能发出 “谁人故乡不沦陷”的感慨与悲歌。但这绝不

意味着，我们可以建构出一种 “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现代乡村伦理。正如恩格斯

明确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

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②事

实上，无论是学术界关于 “地方性知识”的阐释和探讨，还是笔者与团队基于田野

工作的大量鲜活案例和生动数据，都在讲述着 “地方性道德知识”作为村庄独特文

化资源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作为村庄基本单元的家庭和由此形成的

家族、宗族关系，以及以此为根基的乡绅、乡贤治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多

种因素的作用下，家族势力不断削弱，宗族组织日渐式微，但是，作为其内核的文

化因子并没有彻底消失。在调研的村庄中，无论是江苏华宏村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将

华宏集团作为一个家族企业与基层村庄组织实现交融，还是江西下聂村返乡 “乡贤”

对祠堂文化的重视及其作用的发挥，都是在新的村庄背景中对家族、宗族文化合理

汲取和利用的新形式。在下聂村，曾担任区文化局局长，退休后返乡修建祠堂、兴

办书院并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访谈对象表示：

可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村民对修祠堂很重视，也会自发祭祖。要搞好农

村文化建设，祠堂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老百姓易于接受，因为他们对祠堂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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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伯特·马蒂内利： 《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０年，“中译本前言”，第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９页。



畏感，对祖宗有敬畏感。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上午在下聂村聂氏宗祠对ＮＪＢ的访谈记录
“在道德实在论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道德知识或者道德观念首先都必定是地方

性的、本土的、甚或是部落式的。人们对道德观念或道德知识的接受习得方式也是

谱系式的。”①事实上，以上述家族文化、祠堂文化等为形式的乡村伦理文化，正是

中国乡村至今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地方性特色”的重要显现。笔者和团队田野

工作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记录表明，以村庄风俗、惯习、村规民约以及其他有标识性

的空间或文化事象为主要表征的 “地方性道德知识”，至今仍对村庄成员有较强的感

召力。除江西下聂村的聂氏祠堂外，山东王杰村的王杰大讲堂、浙江丽水的乡村春

晚、广东林屋村的春节 “游神”、②江苏马庄村的香包文化大院，也都既传承了村庄

传统文化习俗，又成为村庄新型的公共道德生活平台和道德评价载体。在山东王杰

村，很多受访对象都提及英雄王杰的事迹与精神对村庄风气和村民道德素质的正面

作用。驻村第一书记在访谈中明确表示：

我们村是英雄的故乡，英雄的诞生是需要英雄的土壤的。这个村的文化传

统继承得非常好，社会风气也比较正，面对不公正的人、不公正的事，他们敢

于直言、勇于纠偏，王杰的成长受到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

王杰精神也会为这里的人树立标杆，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积极生活。王杰精神

作为我们村重要的文化内容，也为我们获得上级的支持提供了便利，无形之中

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资产，对本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日下午在王杰村村委会对驻村第一书记 ＭＲＨ的访谈记录

每一种 “地方性道德知识”都生成和传承于特定共同体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

生活经验，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同质化、功利化所导致的乡村伦理传统的流失、

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以及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更需要我们理解、关注和重视 “地

方性道德知识”对于中国乡村伦理现代建构的资源意义，并着力探寻其与 “现代化

伦理话语”之间融通和整合的有效路径。

其三，以对 “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警醒，将 “记得住的乡愁”作为乡

村伦理现代建构的道德文化之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且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

模式，现代性则被看作一种体现理性、祛魅和进步的价值追求和伦理目标。然而，

这种美好的价值诉求却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挑战。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

种种 “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和加剧，由此引发了更多的反思和批判，并产生了以哈

贝马斯、吉登斯为代表的 “妥协派”与以尼采、福柯、鲍曼等为代表的 “终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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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读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指村民们抬着菩萨在村中游行，村民们祭拜、祈福。



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资本主义的 “工业化的世界”，认为 “现代性最有特色的图像之
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

价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

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①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其核心是自

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恰恰在于其潜能的充分发挥。可以说，与西
方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日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

导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导致种种现代性问题乃至 “危机”的出

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对 “现代性问题”和 “作为问题的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尽管

这种反思并没有完全给出解决问题和危机的有效方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
得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避免重蹈覆辙的警醒和提示。

应当看到，西方国家的乡村城市化进程曾经出现了若干不同的阶段：经典现

代化扩张阶段，乡村和农民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掠夺和消灭的对象；后现代阶段，

则又出现了 “逆城市化”和 “再城市化”的潮流。然而总体上看，乡村城市化进
程服从和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扩张。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乡村为基础、以

农民为主体且乡村发展存在极大不平衡的国家，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既不能在浪漫

化和理想化中预设 “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立场，也不能沦为城市化、工业化

进行中资本逻辑的逐利工具，而是应当走出一条城乡一体、统筹发展的新型道路。

今天，中国乡村的现代化面临着很多复杂的伦理问题，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冲
突和矛盾。家庭伦理领域传统生育观念、孝亲观念和新型婚姻理念与亲子关系的

碰撞，经济伦理领域传统 “生存伦理”和现代理性意识之间的矛盾，生态伦理领

域 “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之间的张力，治理伦理领域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

的冲突，既是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的普遍问题，又有着鲜明的 “中国特色”和 “乡
村特色”。因此，从对现代性危机的质疑和批判中汲取反思性的理论工具，以更加

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建构，方能为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提供有效

的精神文化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当前城市居住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生在
乡村，②无论是出生、成长在乡村但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并获得城市户籍的 “新市

民”（亦称 “农Ｎ代”），还是仅仅进入城市务工的 “农民工”和 “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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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５、

１５３页。
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我国城镇人口共１７２４５万，占总人口１７．９２％，乡
村人口共７９０１４万，占总人口８２．０８％；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人口共８４８４３万，占总人口

６０．６０％，乡村人口共５５１６２万，占总人口３９．４０％。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长，乡村人口有所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城镇人口是
来自乡村的 “移民”。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第３１页。



无论是内心认同还是刻意抗拒，乡村仍然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无法改变的生活之
“根”和文化之 “根”。他们对城市生活及其文化的认同感与疏离感并存，对乡村生
活尤其是其人际关系、日常习俗甚至饮食风味仍保有深刻的道德生活记忆和无法言
说的情感依恋寄托。缘于此，较之西方心理学、医学等学科话语体系中的 “乡愁”

概念，①乡愁的中国表达中除了包含恋土、怀旧、思乡的复杂情感外，还兼具理想追
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成为一种隐喻着城乡关系和农民
身份认同的 “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在田野调查中，相当一部分目前 （或曾经）外出
打工的受访者，尤其是４０—６０岁的中年人，在访谈中都表达了 “如果有差不多的收
入，还是想在乡村居住”或 “出去挣几年钱，老了还是要回来”的意愿。在广东林
屋村的调研中，一位大学毕业做过教师后因生养和照顾孩子暂时回村居住的女性在
访谈中表示：

年轻的时候多在外面跑跑是好的，但是四十岁之后就更想回到村里来，城
市的生活节奏太快，压力也很大，村子里比较安心、舒适一些……我觉得农村
人交往总归还是比城里人亲密，我在城市里住过，上下楼的或者对面的邻居在
一起好几年，平时外出买菜、上班碰到都不怎么打招呼。村子里结婚盖房子、

过生日、做寿宴，大家相互帮忙、彼此交往，这有许多事是在城市里做不到的。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下午在林屋村受访者家中对ＬＣＸ的访谈记录

笔者和团队两次调研的华宏村，是一个已经 “没有一亩农田、没有一个务农的
农民”的典型乡村工业化社区。早在２００５年，华宏村就完成了村民集中居住区 “世
纪苑”建造工程。世纪苑每套住房２０８平方米，每户面积和设计完全相同。在实地
调研中我们发现，所有村民都将原来设计为车库的一楼改造成了厨房和饭厅，并且，

受访对象对这一改造及其产生的效果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认同。

我们这里人把一楼车库改为吃饭的地方，这样可以经常串门，方便吃过晚
饭之后转转。村里的人相互都认识，大家交往都很好……村民之间没什么矛盾，

矛盾面前大家都能退一步，没听过周围吵架的。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日下午在华宏村村委会对ＢＨＲ的访谈记录

我觉得在农村住挺好的，隔壁邻居要好的、熟悉的多，如果在城里的话谁
也不认识谁。大家平时吃完晚饭都会在一楼聊聊天，方便交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日下午在华宏村村委会对 ＨＦＡ的访谈记录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改变职业并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农民，不仅保留着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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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语中的 “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是从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一词借译而来。“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来自ｎｏｓｔｏｓ（回
家）和ａｌｇｏｓ（痛苦）两个希腊词根，由瑞士医生约翰尼斯·霍弗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Ｈｏｆｅｒ）在

１６８８年的一篇医学论文中首次使用，用以描述一群身在国外的瑞士年轻人所表现出的
“为故土失去魅力而感到悲伤”的现象。参见 Ｄｅｎｎｉｓ　Ｗａｌｄｅｒ，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８．



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依恋，也显现出创设与当前生产、生活和居住方

式相适应的新型公共道德平台的实践智慧。换言之，对于改变职业的 “新市民”或
“新生代农民”而言，村庄仍然保有其独特的文化根源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记得住的乡愁”是对 “乡愁”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传承和转换，它为现代化进

程中的乡村伦理重建提供了道德文化之 “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可或缺

的文化表达。

结　　语

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和乡村道德建设的全面推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环节。走进村庄，贴近农民，是认识和了解中国乡村的基础，也是理解 “转身
（份）”中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及其道德图景的基本路径。换言之，要确保中国乡

村伦理研究中呈现的问题是 “真问题”而不是 “伪问题”抑或 “书斋里的道德想

象”，必须以规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从客观数据中准确把握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

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笔者带领团队 “进入”地处中国不同区域９
个省份的１０个村庄。田野工作的初衷是发现或论证乡村伦理研究中的 “问题”，但

事实上，大量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既有 “证实”亦有 “证伪”；既是在提供某种论

据，更是在验证问题本身。例如，与学术研究和媒体呈现中大量 “乡村凋敝”“道德

滑坡”的表述截然相反，问卷数据和访谈记录清晰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道德的发展进步以及农民对此种趋势的认同。从这一意义上说，

中国乡村伦理研究的 “田野”路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于道德生活史

的基本视角，为真实还原和描述当代中国乡村和农民的道德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论前提。

中国乡村发展不平衡，区域性和地方性特点丰富多样，地域伦理文化传统亦存

在较大差异。在田野工作中，村庄都呈现出独特的道德生活样式，村民都以自己的

话语讲述着不同的乡村道德故事。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基层村委会共５０．２万个，①

作为本文田野工作基础的１０个村庄，只是其中的五万分之一。即便笔者与团队完成

未来５年继续开展２０个左右村庄田野工作的研究计划，实现典型村庄在全国不同区

域和省份的基本覆盖，我们所能够呈现的田野数据也依然只是中国５０万个村庄和５
亿多农民中的 “个别”。然而，通过对这些 “个别”的相互关联、对比及在此基础上

的总结、提炼，我们不仅能够鲜活呈现并建构某种 “地方性道德知识”，也能够避免

中国乡村道德图景的呈现和乡村伦理的重建成为零散的 “地方性道德知识”的简单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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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２０２０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ｉｍａｇｅｓ３．ｍｃａ．ｇｏｖ．
ｃｎ／ｗｗｗ２０１７／ｆｉｌｅ／２０２１０９／１６３１２６５１４７９７０．ｐｄｆ，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合集”。换言之，尽管田野调查无法穷尽中国所有的村庄和村民，尽管 “地方性道
德知识”也无法成为放之其他村庄而皆可的 “普遍性伦理”，但是，不断增加的典型
村庄和问卷、访谈样本，辅以更加立体化和全景式的呈现方式和分析工具，①依然可
以为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道德图景和乡村伦理重建提供重要的田野
论据和方法资源。本文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在对９省１０村田野调查资料
进行分析、对比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基
本路径，即构建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充分重视 “地方性道德知识”的资源
意义，并将 “记得住的乡愁”作为不可或缺的道德文化之根。这一路径既充分凸显
地方性特色，又始终强调普遍性价值；既体现乡村伦理理论提炼的范式意义，又重
视形成具有实践操作性的乡村道德建设路径与方法。

〔责任编辑：莫　斌　蒋净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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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

① 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ＧＩＳ）已经在众多学科
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应用，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和地图可视化功能，
可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效支撑。借助ＧＩＳ方法和技术，可以将零散的田野调查
数据系统化和空间化，将抽象的乡村伦理问题可视化，从而更加立体化和全景式地呈
现和分析中国乡村道德状况和发展规律，这也将为未来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调研工作
提供新的平台支持和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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